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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的学术 质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命线
,

提高刊

载论文的学术水平 已成 为科技期刊编辑工 作的重

点
。

各学科领域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普遍具有方法

先进
、

学术水平高
、

研 究深入等特点
,

组织刊发基金

论文 已成为提高期刊学术水平行之有效 的措施之

一
,

基金论文比率也成为科技期刊质量评价的一个

重要指标
。

改革开放以来
,

中国的经济实力
、

综合国

力得到迅猛发展
。

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
,

我国的科研产出能力也得到迅速提高
,

国家对科研

的资助大大加强
,

科研经费不断增加
,

基金项 目产出

论文数量成倍提高
。

据统计 [`
,

2」,

许多科技期刊的

基金论文比例达 50 % 以上
,

有的甚至高达 90 %
。

正

是由于科技期刊对基金项 目数量的追求及基金产出

论文在评审和刊登中受到的一些
“

优待
” ,

可能对基

金项 目标注产生一定的影响
,

为此
,

笔者在 6 种知名

农业大学学报中随机各选取 2 0 0 5 年出版的 2 期作

为样本
,

对其基金项 目标注情况进行统计
,

分析其中

存在的问题
,

以期为基金项 目的规范标注和基金项

目的有效管理提供参考
。

2 统计结果

2
.

1 基金论文比率

统计结果 (表 1) 表 明
,

所统计的 6 种期刊 12 期

中
,

基金论文 比率 达到 80 % 以上的有 9 期
,

达 90 %

以上的有 3 期 ;按期刊来看
,

参加统计的 6 种期刊中

基金论文 比率平均达 80 % 以上的有 5 种 ; 单期基金

论文比率最高达 100 %
,

2 期平均最高基金论文比率

达 98 % 以上
。

由此可见
,

基金论文 已经成为农业高

校学报主要的学术论文来源
,

其学术水平对期刊学

术质量的高低有十分重要的影响
。

表 1 6 种农业高校学报 2 0 0 5 年单期基金论文比率统计

学报名称 期号 论文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率 ( %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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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材料与方法

以农业高校学报中被引频次
、

影响因子居于前

列
,

编排规范的 Z G ( 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》 )
、

JX (《江

西农业大学学报 》 )
、

H N ( 《华南农 业大学 学报 》 )
、

H N Z ( 《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》 )
、

FJ ( 《福建农林大学学

报》 )
、

X B 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》等 6 种 自然科学

版期刊为抽样对象
,

分别各随机抽取 2 0 0 5 年 2 期统

计其基金论文 比率及基金类别标注格式
、

基金标注

中存在的问题等
。

4 3 0 26 8 6 6 7

2
.

2 标注格式分析

由表 2 可以看出
,

除个别可能 由于基金项 目本

身无编号或编辑人员疏忽未注明项 目编号外
,

6 种

期刊均 能够按 有关 规定 3[] 进 行论文基金 项 目的标

注
,

合格率达 91
.

75 % ;也有作者和编辑人员已经注

意到基金项 目
、

编号及其课题名称的标注
,

但比例很

小 ( 3
.

8 1 % )
。

本文于 2 0 0 6 年 8 月 28 日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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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6种农业大学学报基金论文按项 目标注的统计

学报名称 期号 基金论文数
基金论文按项 目统计数

二 ( , ) 急计

基金项 目后标注

无编号

基金项 目后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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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8 7 ( 2 ) 2 5 ( 3

1 ( 4 )

1 ( 4 )

1 ( 4 )

2 ( 4 )

9 ( 4 ) 1 ( 6 ) 48 6

注
: 二 (

, ,

)中 x 为论文数
,

n 为项 目数
。

3 存在问题与分析

3
.

1 基金论文比率普遍较高
,

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

间

由表 1可见
,

抽取的几种农业大学学报 的基金

论文比率均较高
,

除 1 期低于 60 % 以外
,

其余均达

75 % 以上
。

但还应当看到
,

综合性农业大学学报与

一些专业性科技期刊相 比
,

其基金论文 比率还不是

很高的
,

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
。

3
.

2 多项 目资助现象普遍

由表 2 可以看出
,

在获得资助的论文中
,

受到 1

个或 2 个 项 目资 助 的 论 文 所 占 比 例最 大
,

达

88
.

8 9 % ;受到 3 个项 目资助的也达 7
.

94 %
,

合计为

9 6
.

8 3 %
,

可见
,

农业科学研究一般多受到 1一 3 项基

金的资助
。

另外
,

统计论文中
,

有的论文受到多达 6

个项 目的资助
,

而据文献 「2] 统计
,

有多达 7 个甚至

更多的基金项 目资助相同的研究 2[]
。

分析这些基金

项目发现
,

资助同一研究的多个基金项 目的级别
、

来

源不同
,

其中有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
、

国家科技攻关项

目
、

教育部资助项 目 (留学 回国人员基金项 目
、

优秀

青年教师基金项 目
、

博士点基金项 目 )
、

国家
“

86 3 ”

计

划项 目
、

农业部跨越计划项 目
、

国家重 点实验 室项

目
、

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 目
、

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
、

省科技攻关项 目等
,

有的还有一些厅局级或校级项

目等
。

同一课题在不同部 门立项获得科研基金
,

造

成重复立项和投入
,

导致低水平和重复研究严重
,

其

实质上是科研基金的一种极大浪费 [ 4 】。

3
.

3 论文题 目
、

内容和基金项 目名称不符

由于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质量是科技期刊学术

水平高低的量度
,

而基金论文的学术水平被公认相

对较高
,

因此期刊评价与评 比 中对基金论文 比率和

基金项 目级别非常重视
,

基金论文比率 已成为科技

期刊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
。

所以有些科技期刊将提

高基金论文 比率作为提高期刊学术水平的主要手段

和长期任务
,

相应地制定 了诸如优先发表
、

加快发

表
、

减免发表费等优惠措施
,

加之一些审稿专家在审

稿中对基金论文相对宽待
,

使一些作者为了 自己的

论文能优先发表或易于通过评审
,

将不是某项基金

产出的
、

但 内容相近的论文
,

通过人情关系挂靠在某

项基金 中
,

甚至 可能有虚假 地冠 以基金项 目的现

象 [ 5〕
。

3
.

4 项 目编号错漏

许多基金项 目论文
,

题 目和项 目相符
,

主持人
、

参加者均无误
,

但项 目编号不对应
,

如在工作中发现

1篇由陕西省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的项 目编号

写成 41 3 01 03
,

由于不符合陕西省 自然科学基金的

固定编号格式
,

编辑提请作者详查后其正确编号为

98 x 1 6
,

4 13 0 1 0 3 是学校经费本的编号
。

本次统计中

发现
,

H N Z 第 5 期第 5 24 页标注 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

金资助项 目的编号为 2 8 8 0 2 5 7
,

而同期第 5 30 页标

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编号却为 3 9 7 7 0 2 3 3
,

明显前者的编号少了 1 位
,

据此推测这种编号写错

的现象 由于不易觉察而比较普遍
。

另外
,

基金项 目

标注项中只列出项 目名称而未给出项 目编号 的现象

也十分普遍
,

本 次统 计其 比例 为 8
.

25 %
,

而据 陈

勇 5[] 统计
,

这种现象甚至达到 25 % 以上
。

当然不排

除一些项 目的确没有编号
,

这说 明基金设立部门工

作的不足
,

也说明农业期刊虽较为注重规范的执行
,

但还存在差距
。

3
.

5 项 目名称书写混乱

由于基金项 目的来源十分广泛
、

基金项 目的种

类繁多
、

对基金项 目的标注缺乏 统一认识
,

在 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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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,

编辑人员未加鉴别或与作者沟通不够
,

因而
“

国

家 自然基金项目
、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
、

国家 自然

科学重大项 目
、

国家 自然基金资助项 目
”

在期刊基金

项 目标注中都有 出现 ; 还有
“

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
、

国

家攻关项 目
、

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
、

国家科技攻关

计划项 目
、

科技部
“

十五
”

公关资助项 目
、

国家
“

十五
”

科技攻关项 目
” ; 又有如

“

农业部重点科技项 目
、

农业

部重点科研计划项 目
、

农业部重点课题资助项 目
、

农

业部重点资助项 目
、

农业部资助项目
” ; 有

“
又 x 省科

技攻关资助项目
、

x 又 省科技攻关项 目
、

x x 省科技

厅科技攻关资助项 目
、

x x 省科技厅项目
、

x x 省科

技厅重大科技项 目
、

x x 省科技厅资助项 目
、
又 x 省

科技研究重大项 目
” ; 有

“

教育部 回国人员科研基金

项目
、

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启动基金
、

国家留学基金

资助项 目
、

9 8 留学 回国启动基金
” ,

等等
。

这些相似

的标注形式均会造成统计或管理上的困难
。

4 危害与建议

4
.

1 危害

( 1) 造成科研经费的浪费

1 篇论文挂有 多个项 目似乎并无不妥
,

但仔 细

分析可 以看 出其危害颇大
。

一个 作者 同时从 事 2

项
、

3 项甚至更 多项 目的研究
,

因要结题
、

鉴定
、 “

交

差
” ,

必然导致粗制滥造
、

学风涣散
、

科研浮躁
、

重复

发表
、

一稿多投
、

一稿截多稿的不 良后果
,

导致国家

科研经费的浪费
,

引起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继续
,

大量

基金资助结果被束之高阁
,

无任何效益而言
,

只会助

长研究者
、

领导者的骄气
,

导致恶性循环
,

虚假繁荣
。

( 2) 引发不正当竞争

乱挂基金项 目名称
,

名不副实的现象
,

让一些人

钻了基金项 目论文发表优惠政策的空子
,

使本不属

于基金论文的论文得以优先发表或减免费用
,

不但

造成论文发表和职称评定中的不正当竞争
,

而且还

可能导致研究方向
、

研究内容的混乱
,

引起学术腐败

甚至引发侵犯著作权纠纷
。

( 3) 增大了科研管理和科技信息及情报分析的

难度

基金项 目过多或乱挂
、

基金项 目的错漏
、

基金项

目名称的混乱必然导致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难度
,

在统计和监管中会造成大量人力
、

财力的浪费 ;对项

目进展的监管会因项 目名称的繁多
、

近似和虚假标

注
,

造成科技信息
、

情报统计分析的困难与不实
。

4
.

2 建议

( 1) 基金管理部 门应加大监管力度
,

加强基金

项目设立的规范化操作

基金管理部门不但是基金的管理者
、

基金项 目

的设立者
,

更应是基金研 究执行的监管者
。

在设立

基金项 目时
,

各级基金管理部门应互通有无
,

真正做

到公开
、

公平
、

公正
,

要借助网络和其他传媒
,

进行大

范围
、

长时间的公示
,

杜绝基金项 目的重复设立和几

个类似基金项 目同时资助同一 人或同一地区的现

象
,

应避免重复设置 ; 应重视基金项 目执行和结题时

的监管
、

评估 [“ 〕
,

在课题结题
、

鉴定时应注意管理总

结
,

减少多基金资助一篇论文的现象
,

发现此类问题

应及时纠正
,

并适当予以处罚
,

如停止 申报本部门基

金 1年或亮
“

黄牌
” 。

基金项目名称的确定应充分论

证
,

既要能够明确设立者的级别
,

更要注意避免与其

他基金项 目名称的混淆
,

建议最好用
“ x x 部 X X X

基金项 目或 又 x 省 x 义 x 基金项 目
” 。

项 目编号应

明确数字或符号的意义并能统一形式
,

让读者
、

作者

由编号就能了解项目的来源
,

使其能成为项 目的
“

身

份证
” 。

项 目一旦设立并执行
,

应让项 目获得者在论

文发表等工作中按规定进行基金项 目的标注
。

( 2) 科研管理部门应注重审查

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行政管理部 门
,

应注重

科研审查
,

减少科研项 目的重复 申报和科研项 目不

实现象
,

使科研经费得以高效利用
,

对不实项 目应力

主删减
,

营造平等竞争
、

学术创新的 良好氛 围
。

另

外
,

管理部门不能片面
“

重 申报
、

轻管理
,

重数量
、

轻

质量
’ ,

v[]
,

科研项 目申报中应当提倡
“

减负
” ,

一个有

能力的科研人员
,

应当限报 1 个或 2 个课题
,

同时可

以加大同一基金项 目的资助力度
,

这样不但可 以避

免基金项 目
“

扎堆
” ,

而且可以使更多的有才能的研

究者有项 目可以申报
,

有研究可做
,

体现基金项 目的

人才培养功能
,

还 可以使各个基金项 目的科研工作

者放下包袱
,

多出精品
,

提高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及

其创新性
。

( 3) 应当制定更为规范的基金项目标注办法

近几年来
,

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支持下
,

全国高

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和中国学术期刊 (光盘版 )编

辑委员会制定了基金项 目标注格式
,

使其逐步趋于

规范化
,

但还应看到其存在不足
,

如强调了项 目名称

和编号
,

并无法 防止项 目名称混乱和不实现象的发

生
。

因此建议在项 目名称后 加注研究课题的名称
,

如
:

国家
“

十五
”

科技攻关重大项 目
“

西部地区无公害

蔬 菜 生 产 关 键 技 术 集 成 与 产 业 化 示 范
”

( 2 0 0 2 B A 5 16 0A 9)
,

以利于甄别项 目与课题名称
、

研

(下转 3 5 2 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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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.

6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先导作用
,

促进信息服务

能力
、

科技创新能力
、

管理创新能力的同步提高

科学基金围绕科学前沿和 国家战略需求
,

发布

和组织实施优先领域和学科发展规划
,

对 各单位 的

基础研究方向起着高水平的指导作用
,

对科研管理

的规范化
、

科学化起着示范作用
。

管理人员要吸收

和运用科学基金的管理思想和先进做法
,

推动单位

科研管理的制度创新
。

通过上述的信息服务
,

注意

发现
、

选择
、

组织有创新性和研究前景的课题 申请基

金
,

引导科研人员树立创新观念
,

重视学科交叉
,

认

真研究项 目指南
,

结合自身和单 位的优势
,

整合 力

量
,

选准方向和题 目
,

并协助提供信息检索查询
、

质

量审核把关等服务
,

以增强 申请项 目的竞争力
。

在

资助项 目管理中
,

要通过中后期检查和信息反馈
,

强

化进展报告
、

结题报告等报表的及时性
、

准确性
,

提

高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
、

学术论文的标注率
,

有重点地

跟踪服务
,

并充分利用科学基金的国际合作交流渠

道
,

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
,

提高项 目完成质量
,

从而

使三大能力协同提高
。

注
:

文中数据来源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

网站 及其印发的《情况交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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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论文内容是否对应
,

从而完全杜绝不实项 目标注

现象的发生
。

( 4) 期刊编辑应当注意基金项 目名称和编号的

审核

期刊编辑应对基金项 目的设置有大体 了解
,

重

视基金项 目的真实性
、

可靠性
,

特别是对项 目名称和

编号的常见标注 问题做到心中有数
,

工作中应主动

向作者传达基金项 目标注的规范 7j[
,

使其明确准确

标注基金项 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
。

发现 问题
,

应坚

持原则
,

督促作者认真完成基金项 目的完整标注 〔“ 〕
,

使其做到真实有据
,

以利于基金项 目的管理
、

实施和

科技信息部门的统计工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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